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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水利工程是指为了控制、调节和利用自然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,以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而兴建的各种工程。水利工程按其服务对象可

以分为防洪工程(堤防、水库、蓄滞分洪区、涵闸、排水工程等)、农田水利工程(灌溉工程)、水力发电工程、航运及城市供水、排水工程。文

章详细介绍了水利工程的防洪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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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防洪措施是指利用水利工程拦蓄调节洪量、削减洪峰或

分洪、滞洪等,以改变洪水天然运动状况,达到控制洪水、减少损失的

目的。常用的水利工程包括河道堤防、水库、涵闸、蓄滞分洪区、排

水工程等。 

1 修筑堤防,约束水流 

河道是渲泄洪水的通道。提高河道泄洪能力是平原地区防洪的基本措

施,修筑堤防是这一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堤防在防洪中的作用是：约束

水流,提高河道泄洪排水能力；限制洪水泛滥,保护两岸工农业生产和人民

生命财产安全；抗御风浪和海潮,防止风暴潮侵袭陆地。 

堤防的建设,一般都与河道整治密切结合。例如为了扩大河道泄洪能

力,除加高培厚堤防还要采取疏浚河道、裁弯取直、改建退建以及及时清

除河道内的阻水障碍物等措施。为了巩固堤防,需要修建河道流势的控导

工程和险工段的防护工程等。 

2 兴建水库,调蓄洪水 

水库一般是指利用山谷建造拦河坝,拦截径流,抬高水位,在坝上形成

蓄水体,即人工湖泊。在平原地区,利用湖泊、洼地、河道,通过修筑围堤

和控制闸等建筑物,形成平原水库,许多河道受洪水的严重威胁,如不修建

控制性水库是无法解决的。不少中小河流及其下游的城市,也必须有水库

的调节控制,才能保证防洪安全。 

水库的防洪一般要兼顾上下游。为了水库上游周边的工农业生产发展

及人民生活,库内蓄水高度要加以限制；水库向下游泄洪量的大小则应考

虑下游河道的安全。在一个流域或地区内如有多个水库,可以通过联合运

用,发挥干支流错锋、补偿调节的作用。水库的任务一般除了防洪还要兴

利,前者要求在洪水到来前能腾出较充分的库容以接纳洪水,后者则要求

水库经常保持较多的蓄水量。因此,水库在防洪时,既要兼顾上下游的要求,

又要拦蓄部分洪水以转化为可利用的水资源供非汛期使用,这就要制定出

合理的水库工程控制运用方案。在方案实施时还要依靠及时、准确的气象、

水文情报与预报,作为决策的依据。 

3 建造水闸,控制洪水 

水闸是一种低水头水工建筑物,它的作用既能挡水,又能泄水,按其防

洪排涝作用可分为： 

(1)分洪闸。它是分泄河道洪水的水闸。当河道上游出现的洪峰流量

超过下游河道安全泄量时,为保护下游重要城镇及农田免遭洪灾,将部分

洪水通过分洪闸泄入预定的湖泊洼地(蓄洪区或滞洪区),也可将洪水分泄

入水位较低的邻近河流。 

(2)挡潮闸。它是设于感潮河流的河口防止海潮倒灌的水闸。涨潮时,

潮水位高于河水位,关闸挡潮；汛期退潮时,潮水位低于河水位,开闸排水。

枯水期闸门关闭,既挡潮水,又兼蓄淡水。 

(3)节制闸。它是调节上游水位,控制下泄流量的水闸。天然河道的节

制闸也称为拦河闸。枯水期,关闭闸门抬高上游水位,以满足兴利要求；洪

水期,开闸泄洪,使上游洪水位不超过防洪限制水位,同时控制下泄洪水流

量,使其不超过下游河道的安全泄量。 

(4)排水闸。它是排泄洪涝水的水闸,一般是指洪涝地区向江河排水的

水闸。当外河水位高于堤内水位时,关闸挡水,防止河水倒灌；当堤外江河

水位低于堤内洪涝水位,开闸排水,减免洪涝灾害损失。 

4 利用蓄滞、分洪区,减轻河道行洪压力 

大江大河中下游两岸常有湖泊洼地与江河相通,洪水期江河洪水漫溢,

这些湖洼起了自然滞蓄洪水、降低河道水位、减轻洪水对下游威胁的作用。

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沿岸湖洼调蓄稀遇洪水的作用,现在许多流域都有计划

地用围堤将大部分沿岸湖洼与河道分开,建成为蓄滞、分洪区。在水位到

达一定高度时采取自流分洪、水闸控制分洪或人为开口分洪等措施,以临

时蓄、滞洪水,减轻河道的行洪压力。 

由于蓄滞洪区、分洪区一般使用机会不多,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

发展,蓄滞洪区、分洪区内居民日益增多,这就造成了需要分洪时的困难和

巨大损失。因此,尚需要有一系列的非工程措施与之配合,才能使蓄滞洪

区、分洪区的作用得以发挥。 

5 建立排水系统 

排除洪涝积水排涝工程有自排工程和机电排水工程两类。 

(1)自排工程。自排工程也就是自流排涝工程,它主要为河道及排水

沟。可选择地势较低的江河、湖泊作为自排的容泄区。 

(2)机电排水工程。洪涝积水无法向容泄区自排时,就需要在适当地点

修建排水站,利用机电进行排水。沿江沿湖圩区,在遇到雨涝时,一般都采

用自排与机电排相结合进行排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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